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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可以將各種資源都動起來？怎樣才可以將各種經濟、創新活動串連起來，並

且建構 出一種新的分工合作的形態？怎樣才可以在地理空間上表現出這種新的分

工合作的佈局？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資源的流動，涉及區域融合中最核心的議題：沒有資金、人才、

一般人 口等等的自由流動，我們很難會打造出一種有真正融合意義的區域整合。

所謂融合，是要 人與物都有機地動起來。很多時候我們在討論這方面的放寬、那

個政策方面的鬆綁，其實 都只不過是通過某些行政手段來容許某種流動（通常是

屬於單向，又或者設有一定數量的 限制），准許某個程度的整合，而不是全面

的、開放的融合。我們經常見到這類做法，實 在不難理解，事關所有全面的、開

放的融合，都一定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參與其中 的任何一方均需要面對它

所帶來的衝擊，並且要承擔一切後果（例如出現擁擠的現象）。  

過去香港與內地的互動，很大程度只是區域上的整合，而不是融合。舉例：北上工

作、退 休、居住的港人，儘管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踏入新世紀初期在數目上有

所增加，但於制 度層面上（例如戶口的身分）未有促成重大改變，以致當兩地經

濟、生活水平逐漸拉近之 後，流量便難以持續。今天我們發現，要令香港與內地

以大致上相近的流動量來促進兩地 人口往來，是相當困難的事情。如果在 2000 年

或以前主要是由香港單向北上，那麼現時 的情况則是南下的流量遠超於反方向的

流動。基於很多方面的原因（而絕不僅是港人於心 理上抗拒北上），在人口居

住、遷移等方面，融合的程度遠低於預期。  

促成融合的最簡單而且有效的方法，是區域在制度、行政安排逐漸劃一，減少障

礙，令人 按其實際考慮而自由流動。理論上，同樣道理也適用於資金流、經濟活

動的流動之上。當 初內地進行改革開放，對港商大開方便之門，所以儘管其開放

政策並非沒有限制，但已足 以吸引大量廠商將生產線遷移內地，尤其是在珠三角

一帶。現在到了發展的另一階段，部 分香港中小企有時候並非看不到商機，而是

內地市場並不是每一領域、環節均完全對外開 放。例如於文化產業（如出版）之

中便存在種種限制，其運作並非完全按市場規則與規 律，任由有興趣人士參與。 

所以，當完成了八九十年代第一階段的區域整合之後，港人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跟

之前很 不一樣的狀態——今天港人覺得進一步在內地流動時會遇到重重障礙，而

相反地，內地資 金流、人流卻覺得通過香港的市場機制來到特別行政區，大致上

通行無阻。以上所提出的 一點是，到目前為止由於各種資源、活動並非完全能夠

在內地與香港之間自由流動，以致 融合程度遠遜於預期，而且在短期之內難以逆



轉。所謂促進區域融合的政策，有必要正視 這個問題，否則低估了阻礙北上的流

動的效果，只會造成政策無效之餘，甚至因為忽視相 關問題而弄巧反拙，以為加

強融合而進一步增加南下流量，結果因為管理不善而製造新的 矛盾、衝突。 

表面談互補優勢不足以推動新嘗試 

文章首段的第二個問題，關乎分工合作。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

氣氣， （至少表面上）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

計，只是很表面地 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而當中彼此

如何分工，便很有需要詳細 分析、討論。過去一直沿用的概念，恐怕很多早已不

再適用。更重要的是，將來哪個部分 的創新科技適合放置於香港？哪些適合在深

圳、廣州？這其實是一個大題目，並且需要從 國家的高度、區域利益與優勢的角

度從長計議，實實在在地交代如何合作、怎樣才可以產 生協同效應。 

以上所講，連繫到第三個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區域空間佈局，那又何來區域發

展策 略？這裏所講的，已不是什麼加強溝通、聯絡，也不是想想河套區如何發展

那麼簡單。如 果這是國家策略的一環，事關整個區域的長遠發展，那麼「香港－

深圳」雙城將如何協 作？在空間上，將如何表現出分工合作？ 

維持兩制下怎樣處理制度障礙？ 

要回應這 3 個問題，並不是很多人所想像中的簡單，當中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在 維持「兩制」的情况下，可以怎樣處理種種跟制度相關的障礙呢？是內地

於大灣區內容許 更多的「港式例外」？還是香港自覺要配合國情而投入區域規

劃？而在規劃的過程之中， 香港又會怎樣看待她的高度自主？ 

 

Website: https://www.eduhk.hk/main/wp-content/uploads/2018/07/180713-MP-Lui-Tai-

l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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